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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探析

政务摄影作为新闻摄影中的一部分，尤其

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大型媒体集团，主

要记录领导班子参与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会议活

动。但政务摄影与新闻摄影也有不同之处，主

要在于没有报道价值的政务活动，也需要作为

存档资料拍摄下来，以备日后宣传之需，比如

在日后单位策划的特别主题纪念展中，也是非

常重要的素材之一。

《浙江广电》报承担了集团相对比较重要的

摄影任务。浙江广电集团主要领导的日常活动、

上级单位领导来集团考察、集团大型会议等是

其中的重点报道内容。结合工作实践经验，本

文通过总结思考，希望与同行们共同精进业务

的能力。

一、提前熟悉具体活动方案，细心做好准备

单位领导常见的政务活动一般有以下几类：

大型会议、大型活动、会见 （座谈、签约）、走

访调研、论坛报告、政务接待。无论是哪类，

在拍摄之前，摄影师要争取第一时间拿到具体

方案，仔细阅读每一项流程，认真研究每一项

行程安排，对于各个重要领导的名字、职务也

要充分了解，因为很多关键环节一旦错过就没

法弥补，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对于流程

较为复杂的活动，摄影师更要将方案的电子版

存储到手机里，以方便现场应对。

与此同时，提前熟悉场地也是必不可少的工

作，特别是观察每一个重要场景的光线明暗情

况，这和相机现场的感光度、快门速度、光圈的

参数设置息息相关，特别是当光线比较暗的时

候，感光度数值需要适当地调高一些，以保证快

门速度可以正常清晰地拍摄。如果领导们在交流

过程中，有丰富的肢体语言表达，一般快门速度

至少保证1/320秒；身体动作相对比较少的状态

下，也需要保证1/200秒；光圈数值设置方面，

需要有充足的景深，不会造成背景虚化和重要的

素材缺失。同时，提前踩点可以找到重要人物的

最佳拍摄角度和位置，重要的环节提前做一些地

贴标识，方便现场精准站位。

在重要拍摄任务的前一天，需要检查相机

电池电量、闪光灯电池电量、储存卡的剩余空

间，以及机身是否能正常拍摄、备用镜头是否

符合现场对于焦段的需求等。

此外，要注重职业形象、会场礼仪。拍摄

过程中做到自信从容、不怯场；着装方面尽量

简洁、大方、干练；走路仪态要给人沉着、稳

重的感觉；与领导必要的沟通过程中，做到礼

貌、尊敬、得体。①如何自信、从容地进行现场

拍摄，是需要不断提升的方向。

二、快速精准自然记录现场画面

（一）现场再次确认流程、场地和名单

一般情况下，摄影师需要提前 30 分钟抵达

现场，尤其是一些政务接待场合，上级单位领

导有可能会提前到，考察调研的工作也会提前

开始，摄影师不在场就容易造成照片资料缺失。

到达之后需要和主办部门的负责人再次确认流

程、场地和参加的领导名单是否有所调整，如

果有变化，那么要重新梳理一遍人物，明确现

场拍摄要突出什么、表现什么和避免什么。

提前到达现场的另一项任务是拍摄一些现

场花絮，特别是一场大型活动，前期策划阶段

和筹备阶段凝聚了工作人员的大量心血，现场

可以记录一下场景布置画面为来年再次举办提

供参考素材。比如同事忙碌准备的工作照、单

位领导与提前达到的嘉宾的愉快交流及合影。

（二）抓住重要拍摄时机

在拍摄过程中，摄影师一直拿着相机不停

地拍其实是很忌讳的，一方面效率低，无效照

片量过大，影响后期筛选；另一方面，会显得

特别不专业，长时间占据现场重要位置拍摄，

也会影响其他工作人员正常开展现场流程。抓

住重要拍摄的时机点，是摄影师需要用心去思

考和学习的。

第一，不断精进技术，不同类型的活动场

地，场景布置、光线环境也不一样。如何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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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相机的拍摄模式、感光度、光圈、快门、

闪光灯、曝光补偿、照片风格、白平衡、对焦

方式、测光方式和驱动模式等设置，以满足拍

摄出优质的画面，这个需要靠认真学习理论知

识、实践检验、反复思考加以不断提升。

第二，对于重要的环节，需要在现场和被拍

摄领导与嘉宾默契沟通，引导对方配合拍摄需

求，调整站位、表情和动作，争取快速精准地捕

捉传递完整信息和具备构图美感的场景画面。

第三，耐心等待、用心观察。活动的过程

中，往往一开始的时候，领导的状态最佳，特

别是发言环节，首先会面向观众说一些开场白，

这个时候不用看稿子，神情也较为自然，是抓

拍的好时机。如果现场互动交流的环节较多，

那么活动高潮的时候，整个情绪、气氛最为浓

烈，大家的神情也较为生动。笔者认为，摄影

师不应该是一个行走的“精准快门机器”，而是

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美好瞬间的观察者

和记录者。

（三）充分展现真实全景全貌

摄影师要紧密跟踪、完整记录政务活动全

过程，特别是精彩镜头和重要环节，要学会使

用相机的连拍功能，确保素材完整，在后期筛

选过程中可以挑选到各个元素都相对齐全且满

意的照片。如果是大型活动现场，主办部门需

要申请多个机位、多个角度协同拍摄，丰富画

面，避免镜头单调，既能顾及全场，也能考虑

细节。否则，不仅精彩画面会错过，整组照片

的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也会比较平淡。

对参加政务活动的重要领导及嘉宾，要确

保多景别拍摄，其中包括：特写、近景、中景、

全景。全景可以反映整个现场，交代领导参加

活动的背景；中景可以突出活动的重点环节，

既能展现人物表现，也能说明现场情节；近景

和特写主要是突出人物状态，确保画面中的领

导表情合适、情绪状态饱满。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还要留意领导及重要

嘉宾的临时离场，此时拍摄的中景及全景照片

会有遗漏，需等所有人悉数在场再重新拍摄，

否则后续就无法用于宣传报道。

（四）避免干扰领导发挥和现场观众参与

在拍摄过程中，既要保证站在最佳拍摄点

完成各个环节的拍摄，同时也要与被摄主体保

持一定的距离，距离太近，容易遮挡视线，影

响领导、嘉宾发言或交流的状态。现场移动也

经常需要猫腰快行，避免挡住大屏和嘉宾。

同时要注意闪光灯的使用强度和频次，每

当闪光灯瞬间发出亮度很大的闪光时，会对人

眼造成短时间的“盲点”，即眼部底层视觉细胞

和视觉神经的暂时性损伤，但过了一两分钟就

可以恢复，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但如果在

长时间多频次高亮度的刺激下，会影响正常视

力和视觉功能，引发其它眼疾，严重的可能会

造成不可恢复的损伤。②

三、掌握图片编辑要领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优化和升级，新闻

的传播方式和浏览形式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对

摄影记者的出图速度和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

摄影师要不断提升编辑能力和编辑思维。

拍摄结束后，摄影记者都会在第一时间把

照片导入电脑进行筛选，通过专业判断、理解

和图片新闻的敏感性，筛选出客观、真实、有

价值的图片。然后，熟练地使用各类图片编辑

软件，进行水平线等的校对，具体操作可利用

标尺工具对照图片内的参照物素材进行旋转。

最后还要进行裁剪，把多余无效、影响美观的

画面部分按照比例进行裁剪，相当于二次构图。

四、做好照片的保存与归档，严格执行输
出流程

照片整理、编辑完之后，立即交给上级领

导审查，如果有报道的需要，应将领导挑选出

来的照片打包发送至各个宣传单位，其中多版

本输出也是一项新的要求，因为不同媒体平台

对于照片的要求和需求量也是不同的。

紧接着是做好保存和归档工作，建议归档

应添加文字说明，事由、时间、地点、人物、

背景等，概括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同时，摄影

师要强化程序意识和保密意识，未经组织允许

不可将照片发送给任何人员，更不能在自媒体

平台随意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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